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寰球眼

中科院开放文献平台
共享新冠肺炎科研成果

本报讯（记者丁佳）疫情当前，更须践行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记者 3月 31日从中
国科学院获悉，为促进新冠病毒肺炎科研攻
关的国际交流和文献共享，中国科学院在国
家微生物科学数据中心、国家基因组科学数
据中心向全世界共享数据的基础上，又搭建
了“中国科学院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科研文献
共享平台”（http://ncov.cas.cn/）。

该平台汇聚了中国科学院科研人员
和所属科技期刊正式发表的新冠病毒肺
炎论文，共享了国家微生物科学数据中

心、国家基因组科学数据中心的有关核酸
序列、菌毒种信息等科学数据资源，是非
营利的专题性自存储仓储库。该平台遵循
国际科研机构《关于公共卫生紧急情况下
数据共享的声明》，提供开放式的浏览、检
索和共享服务，为推动世界各国开展病毒
研究和疫情防控提供参考。

该共享平台由中国科学院科学传播局
支持，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和北京基因
组研究所主办，中国科技出版传媒股份有限
公司、中国科学院武汉文献情报中心协办。

本报讯（见习记者韩扬眉 通讯员刘晓倩）3月
30日，记者从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获悉，
由该所牵头的第二次青藏科考湖泊演变及气候变
化响应科考分队，对可可西里地区的主要湖泊进
行了系统科学考察，首次获得了该区域大中型湖
泊水下地形、水质剖面等数据，钻取了多支湖泊岩
芯，填补了该区域湖泊基础地理信息空白，为亚洲
水塔湖泊变化、三江源国家公园建设、区域水资源
利用和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数据。

该科考分队队长、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
所研究员朱立平介绍，可可西里地区是目前青藏
高原湖泊考察中的空白区，本次考察是对该区域
湖泊的全景式扫描。科考分队 2019年 10月 15日
由青海省境内沱沱河以北的二道沟进入可可西里
自然保护区，历经 32天，全程 1400公里，考察路
线覆盖了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全境。研究人员首
次全面测量了该区域特拉什湖、乌兰乌拉湖、永
红—西金乌兰湖、勒斜武担湖、太阳湖、可可西里
湖、盐湖 7个主要湖泊的水下地形，并获取了这些
湖泊的水质剖面数据。

科考分队驾驶挂载声呐设备的橡皮艇走航
式测量了湖泊水深，总测线长 1280公里，涵盖湖
面面积共计 2330平方公里。他们还采集了湖泊
沉积样品 7个、湖泊与河流水样 25个、表土样品
102个，并在 10至 40米不等水深处钻取湖泊岩
芯 10支。其中，可可西里湖和乌兰乌拉湖的湖泊
岩芯是截至目前该区域主湖区的最长样本，有望
反映过去 1 万年以来该区域气候变化和湖泊环

境演化过程。
考察结果显示，该区域湖泊与西藏南部地

区面积大小近似的湖泊相比，具有水深相对较
小的特点。其中，特拉什湖最深处仅为 9.7 米、
西金乌兰湖平均深度只有 5.4 米。近几十年来，
随着降水增多和冰川退缩，该区域湖泊面积明
显扩张、水量增加，多数湖泊扩张 20%以上。其
中，永红—西金乌兰湖扩张最为明显，面积由第
一次科考时的 416.1 平方公里，扩张到 615 平方
公里，增大了近一半。随着面积的扩张，不少湖

泊盐度也随之下降。
青藏高原第二次科学考察启动以来，湖泊演

变及气候变化响应科考分队已获取 70多个湖泊
超过 2万平方公里面积的实测资料。2020年，科
考分队将继续在青藏高原进行湖泊实地考察，最
终将获取近 100个湖泊的实测水深数据。未来，科
考分队将在这些数据的基础上，估算整个青藏高
原的湖泊水量及其变化，并分析与气候变化的关
系，为亚洲水塔的动态变化及其对气候变化的响
应机理研究提供数据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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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国内疫情
防控形势持续向好，
方舱医院全部休舱、
湖北解除除武汉外的
离鄂通道管控、武汉
已有 11 个城区至少
连续 14 天无新增确
诊病例、援鄂医疗队
纷纷撤离湖北……

可就在这时，一
支特别的小分队却逆
流而上，悄悄地入驻
武汉。

他们要修补的，是
人们心灵的创伤。

疫情带来的
心理问题前所未有

3月 7 日，中国科
学院心理研究所（以下
简称中科院心理所）派
遣了一支 3人工作队，
赴武汉开展疫情心理
援助的全面协调和专
业实施工作。

抵达的当晚，他们
就开始了工作。在向武
汉协调办公室及各级
指挥部报到后，工作队
兵分几路，深入医院、
集中隔离点、社区等地
开展工作。

中科院心理所全国心理援助联盟秘书长
吴坎坎“蹲点”的地方是金银潭医院，主要为
医护人员和患者提供心理援助服务。

吴坎坎参与过汶川地震、舟曲泥石流、
天津滨海新区爆炸事故等历次突发事件的
心理援助工作，可在金银潭医院观察到的
情况，却让他直言：“这里与 12 年来其他灾
区都不一样。”

他认为，新冠肺炎疫情给中国人带来了
普遍的焦虑感。“不同于自然灾害和人为事
故，新冠病毒是一个看不见的敌人，它带来的
心理问题无论从空间跨度还是时间跨度上，
都是前所未有的，其最大的特点就是弥漫性、
持续性、全民性。”

这一特点，在金银潭医院体现得淋漓
尽致。

医护人员最大的问题是长时间得不到
休息。从 2019 年 12 月以来，医护人员就在
不眠不休地救治病人，很多人不能回家，还
有部分人则是不敢回家。例如有一名医生
每次回家都是只到小区楼下，让老公把东
西送下来，跟老公打个招呼，然后自己就回
医院宿舍了。
“其实医护人员本身就是一批心理韧性

和抗压能力非常强的人。”吴坎坎说，“但在疫
情进展的 3个月里，他们积累了大量的压力，
缺乏有效的疏导和沟通，无法释放，很多人因
此出现了职业倦怠、失眠等，有人至今很恐
慌，害怕进入污染区；有人担心自己随时会情
绪失控，再也扛不住。”

而患者呈现的问题主要是“疑心病和恐
慌”。即使是康复出院的患者，也有很多人担
心自己会不会复阳、会不会留下后遗症、会不
会成为“特殊人群”被周围的人歧视。有的人
来医院复查，从头到脚遮挡得严丝合缝；有的
人在医院非常不踏实，说话语速明显加快；还

有的人见到穿防护服的人就躲，每个人都恨
不得赶快逃离医院。

“我把夏天的衣服也带来了”

除为金银潭医院、武汉优抚医院等医
疗机构的复诊患者、医护人员提供心理服
务外，工作队还在硚口新华印务康复驿站、
武汉第一商业学校康复驿站、长江工程职
业技术学院康复驿站、湖北大学康复驿站
等集中隔离点调研康复人员的心理健康状
况，提出心理援助方案，并在洪山坊社区等
社区探索建设试点，在社区开展心理服务
和模式探索，摸排社区重点人群，了解社区
工作者的心理健康状况。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以及社会的文

明先进程度，不仅体现在物质层面的应急应
对，更体现在心理层面的安全安心。”心理援
助工作队队长、中科院心理所副所长陈雪峰
说，“在疫情防控工作中，在国家应急管理和
社会治理中，必须重视心理建设。”

她建议，当前应重点为抗疫一线医护人
员提供心理服务，同时要为受疫情影响严重
人群提供不少于 1年的长期心理援助。

因此，工作队到达武汉后不久，就与中科
院武汉分院共同建立了心理援助武汉工作
站，启动了为期两年的心理援助工作。同时，
他们还开展了一系列心理干预研究，配合有
关部委及地方指挥部起草新冠肺炎疫情心理
疏导工作方案。
“这次来武汉，我把夏天的衣服也一起带

过来了。”吴坎坎说。他们都很清楚，“心里的战
‘疫’”，是一场比疫情更长久的持久战。

更广阔的战场

“你们是中科院心理所的，感谢你们前来
支持我们！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可是……”

前几天在金银潭医院，吴坎坎碰到了一
位姑娘，在攀谈了几句之后，他发现这位姑娘
虽然很想帮忙，可肢体动作上却在不可控地
远离他们。

这场疫情改变了人们之间相处的模式，
以面对面交流为主的心理服务，也必须主动
做出改变。

早在 1月 28日，中科院心理所就联合中
国心理学会启动了抗击疫情的“安心行动”，
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贡献心理科学的专
业力量。

目前，“安心行动”已通过线上平台，组织
48次“安心大讲堂”心理健康公益讲座，累计
43万人次收看；研发“七日自助安心训练营”
自助心理训练系统，现已推出 4个版本，公众
版共 7.5 万人次使用、亲子版 7117 人次使
用、医护版 2078人次使用、患者版 1963人次
使用；联合支付宝公益基金会在网络平台开
展短程心理援助，已援助 3200余人次、访问
量达 20万人次，其中来自湖北地区的访问人
数占总人数的 20%以上；“知心自评”小程序
目前已有 4500人参与评估和自助……
“个体和社会心理需要往往与生命安全、

物质需要、利益诉求等交织在一起，不仅影响
疫情防控和疫后重建，更影响经济社会发展大
局。”陈雪峰透露，下一步，中科院心理所将针
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重点研发疫情防控“多
技术融合的心理干预”关键性技术和网络服务
平台，研究我国应急管理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
设目标和途径，探索推进应急管理社会心理服
务体系法治化、制度化、规范化、标准化建设。

3月 31日，李兰娟院士和团队成员准备返程。
当日，李兰娟院士医疗队从武汉返程。国家卫健委组

建的“援鄂重症新冠肺炎诊治李兰娟院士医疗队”由来自
浙大一院和树兰（杭州）医院的医护人员组成，包括感染病
学、重症医学、院感、护理等专业的人员。该医疗队在武汉
大学人民医院东院区 ICU和 CCU负责新冠肺炎重症及危
重症患者的救治。 新华社记者程敏摄

脱贫攻坚一线见闻

把退休前的时光全部奉献给乡亲
———记中科院地化所驻村第一书记赵贵山
姻本报见习记者高雅丽 通讯员田弋夫

2020年伊始，中国科学院定点扶贫县贵州省
水城县顺利完成了贫困县退出第三方专项评估。
近日，中共水城县蟠龙镇委员会和水城县蟠龙镇
人民政府向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以下简
称中科院地化所）发来题为《战疫情、攻脱贫、拔穷
根、一路有你共奋进》的感谢信，向中科院地化所
多年来给予蟠龙镇二道岩村的大力支持和无私帮
扶表示衷心感谢。

2020年是脱贫攻坚收官之年、决胜之年。目
前，二道岩村还有剩余贫困人口 29户 93人，消除
绝对贫困的目标尚未达成，相对贫困还将长期存
在。面对全村 5250名村民的深情挽留，驻村第一
书记、中科院地化所基建处副处长赵贵山毅然决
定延长任期，脱贫不脱帮扶，把退休前的时光全部
奉献给乡亲们。

蟠龙镇二道岩村地处偏远、交通不便、发展缓
慢，属深度贫困村，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201户 767
人，脱贫任务艰巨。2018年 4月，赵贵山担任驻村
第一书记，并促成水城脱贫攻坚党支部与二道岩
村党支部结成共建对子，一同带领全村党员干部

向贫困发起总攻，誓要拔穷根、富百姓、达小康，共
同踏上致富路。

赵贵山上任后，带领党员干部深入学习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脱贫攻坚重要论述、走村入户宣传
党的方针政策，排解农户的情绪和矛盾，拉近党群
和干群关系。他与贫困户谈心、交心，找出致贫原
因，因户施策，帮助解决实际困难，教育引导贫困
户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用自己的辛勤劳动实现脱
贫致富。赵贵山还积极帮助失学儿童返学，扎实推
进产业扶贫项目实施，自筹资金 16.5万元为贫困
户补齐“两不愁三保障”短板、兴办农民讲习所。两
年来，赵贵山帮扶 172户 674人脱贫，使二道岩村
贫困发生率下降到 1.77%。

此外，中科院地化所水城扶贫党支部和水城扶
贫工作队根据该村实际情况，利用该所科技成果
“路—池一体化集雨蓄水灌溉技术”，投入资金 90余
万元，兴建 6个 100立方米的室外蓄水池，灌溉面积
达 1080亩，解决猕猴桃等水果产业季节性缺水难
题。同时，他们开展了刺梨、马铃薯、中药材、猕猴桃
等科技扶贫项目，投入价值逾 16万元的各类优质种

苗发展生产，组织专家到田间地头开展技术培训，
免费提供了专用菌肥和技术资料。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赵贵山时刻惦记着
村里的抗疫和脱贫攻坚工作。2月 2日，在疫情最
严峻时刻，他放弃休假，毅然返村投身抗疫第一
线。他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春耕生产，带领村
民相继开展了猕猴桃果园管护、刺梨修枝套种，并
扩大马铃薯等种植面积，引进种植蜂糖李 420亩，
力求把耽误的时间抢回来，把遭受的损失补回来，
为丰收打下了坚实基础。
“我们咬定目标、一鼓作气，力争今年上半年全

面消除贫困，下半年进一步查缺补漏，做到不掉一
户不落一人，并持续巩固脱贫成果，在确保按时高
质量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同时，与水城扶贫工作队一
起，积极做好‘十四五’规划、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为
建设美丽的新二道岩村而不懈奋斗。”赵贵山说。

动物实验室陷入“生死抉择”

本报讯 据《自然》报道，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在
全球蔓延，国外许多大学纷纷采取了停课封校措
施。这使得一些科学家，不得不对实验室内的实
验用动物去留作出艰难抉择，或放生，或重新安
置，在这个特殊时期，研究者们都在努力保护他
们的研究和重要“实验伙伴”。

哥伦比亚爬虫学家 Vivian P佗ez和同为爬虫学
家的丈夫 Brian Bock正在为即将孵化的龟卵发愁，
他们不确定这些脆弱的小家伙能否顺利存活。

他们在安蒂奥基亚大学实验室里培养了近
100个对温度十分敏感的海龟卵。由于疫情影响，
大学暂停了所有研究和教学活动，因此 P佗ez和
Bock不得不把所有的卵搬进车库。P佗ez表示，这
是一场令人胆战心惊的行动，因为搬运过程中的
动作、噪声和温度变化都可能影响卵的健康。

不过，好消息是，到目前为止 P佗ez车库里已
经孵化了约 15个卵。这些孵化出来的龟长约 6厘
米，他们打算饲养这些动物，直到取消封锁限制，

把它们送回野生栖息地。“值得庆幸的是，我们的
‘实验伙伴’不是美洲豹或鳄鱼。”P佗ez说。

事实上，各地研究人员都因疫情面临着实验
用动物的“生死抉择”。目前，许多实验用动物都
面临死亡，特别是像小鼠这样的小动物，有的已
经或将要被杀死。

美国许多大学实验室已经这样做了。俄勒冈
健康与科学大学的一名研究员不得不对超过 2/3
的实验用小鼠实施安乐死；卡内基·梅隆大学的
一名研究人员报告说，他们宰杀了 600只老鼠；哈
佛大学的两名科学家不得不杀死近一半的研究
用小鼠；纪念斯隆—凯特琳癌症中心的一个小组
被要求保留不超过 60%的必需实验用动物。而那
些研究已捕获野生动物的科学家则几乎没有选
择。尼古拉斯州立大学鱼类生物学家 Solomon
David 决定将他和同事两周前捕获的 48 条野生
斑点雀鳝重新野外放生。

当然，还有一些比较幸运的研究人员和实验
用动物未受到疫情影响。意大利米兰大学动物福
利管理者 Giuliano Grignaschi说，学校在动物护理
方面没有什么变化。米兰大学没有对任何实验用
动物实施安乐死，希望研究人员能够在疫情结束
后尽快恢复工作。Grignaschi说，科学太重要了，不
能停顿太久，“还有那么多其他疾病患者仍在等
待治疗”。 （徐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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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见习记者任芳言）3
月 31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在湖
北武汉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卫健
委疾控局局长常继乐表示，从 4月
1日起，将在每日疫情通报中，公
布新冠肺炎无症状感染者的报告、
转归和管理情况。

无症状患者即无发烧、咳嗽、咽
痛等自我感知临床症状、无临床可
识别症状体征，但呼吸道等样本病
原学检测为阳性的患者。据发布会
介绍，此类患者多通过主动监测发
现，如在密切接触者医学观察、聚集
性疫情调查、传染源追踪时发现，在
部分境内外新冠肺炎病例持续传播
地区，对有旅游史和居住史人员进
行检测，也有无症状患者被检出。

目前针对无症状患者及其密
切接触者，原则上集中隔离满 14
天，两次间隔 24小时核酸检测呈
阴性的，可解除隔离。“在集中隔离
观察期间，如有患者出现临床症
状，应及时转为确诊病例，及时转
送到定点医院进行规范治疗。”常
继乐在发布会上表示。

据介绍，下一步，国家卫健委
等有关部门还将在疫情重点地区
抽取一定比例样本，开展无症状感
染者调查和流行病学分析，进一步
研究完善防控措施。

http://weibo.com/kexuebao
http://www.sciencenet.cn
http://ncov.cas.cn/

